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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在香火鼎盛的海会寺西北
角，一处院落的正殿高悬着“盐运
司”的匾额，诉说着阿城曾是京杭
大运河上重要盐码头的历史。

自古官盐不允许私自贩售，
所以有官家监视盐的集散，所以
就产生了盐运司，阿城作为重要
的盐码头，盐运司是行政管理机
构。史料记载，盐运司兴建于乾隆
十三年(1748年)。

现在的盐运司已经修缮，但
很多主体结构是原盐运司所用。
记者发现有几处特殊的地方，雕
梁画栋历经数百年的风化，依然
可见图案，特别是黄色的部分，更

是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是因为当
时在雕刻黄色的部分时，用黄金
镶嵌其中。盐运司的内部房梁，是
三相横梁结构，这在古代是亲王
级别才准许的建筑风格。

现在的盐运司大殿内，房梁
依然是原来的构建，而且没有重
新涂漆上色，保持着风雨侵蚀后
的原貌。据说梁上有玉雕的大象，
为白象驼梁寓意为吉祥。大象是
南国的图腾，在北方的建筑中很
难看到，可见京杭大运河不仅带
来了南北经济的大发展，也带来
了南北文化的交融。

看大殿外侧的石质柱基，

现在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石雕、
浮雕岁留下些许岁月蚕食的痕
迹，但工艺精湛、选料考究，仍
能看出当年能工巧匠们的才能
和智慧。

【盐运司】

亲王级别的建筑风格“三相横梁”

而阿城古镇的运司会馆俗称
“南会馆”，由阿城古镇的山西盐
商与阿城盐运司在清乾隆年间创
立，亦为盐运分司官署。

文物局资料上记载，阿城盐
运司位于古阿城镇，古京杭大运
河东岸，始建于清乾隆十三年。该
建筑群占地面积2 6 2 3平方米。

2006年6月京杭大运河被国务院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古运河沿岸的重要文物建
筑，它集房屋构造、雕刻、书法、油
饰彩绘之精华为一体，是清代乾
隆时期中国盐运司会馆建筑的代
表作之一。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
术价值。由于自然和人为破坏作

用，现在该处建筑群仅保留有前
殿、盐运殿、东、西配殿。

据当地老人讲，从前这里每
年春秋都有古会，会期十多天。古
会期间，各地戏班子、说唱艺人、
杂技团、马戏班都会云集而来，济
南、周村、泰安、济宁、邯郸的商人
也都赶来做生意。

盐运司还是阿城“南会馆”

在漕运昌盛的康乾时期，运
河古镇阿城相继建成了东西南北
四个会馆，史称“四大运河会馆”。

除了盐运司所在的“南会
馆”，北会馆又叫山西会馆，旧址
在阿城北街小学，抗战时日军曾
在这里安炮楼，建国初期被拆除。
当地老人讲，北会馆是晋商所建，
当年会馆模型是晋商从当地制
造，类似于鸟笼子，用独轮木车一

路推到这里。
东会馆又叫于陵会馆、周村

会馆，在阿城东关，原本是座关帝
庙，是康熙年间扩建的。传说，当
年有一位周村商人准备夜宿阿
城，在东关外数百两银子被抢走，
没钱住客栈，只能到关帝庙投宿。
夜里，关帝托梦指点他寻回了被
盗的银子。后来，这位商人联合本
地商人兴建了东会馆，供奉关公。

四大会馆中，建设最好的是
西会馆，毁坏最早的也是西会馆。
西会馆位于阿城运河石桥以西，
在龙王庙的基础上由山东商人修
建。传说运河石桥附近有一条大
青蛇，经常翻船、溺死人，为了祈
求平安，商人们集资修建了西会
馆，馆内供奉龙王，香火常年不
断。过往船只，不分晋商、徽商，都
要入馆进香。

四大会馆见证阿城商贸文明

阿城上下闸，作为京杭
大运河的申遗点，已经修缮
一新，并接受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评审专家的评审。

23日，记者见到的阿城
上闸，路面已经是不可拆卸
的水泥板桥面，早就不是运
河漕运繁盛时期可做闸门、
可当桥面的一块块拼接木
板。建闸的石头，与大运河一
起尘封，记录着这些年来运
河上的故事。雁翅部分损坏，
但还能看见被岁月和河水冲
刷到面目斑驳的镇水兽。在
闸的一侧，还能看到岁末的
闸槽。当年，就是一块块木板
拼合后卡在闸槽上，拦住了
运河水和过往船只，而过船
时，又将木板从闸槽中拉起。

阳谷县志记载，1411年
(明永乐九年 )，明政府命工
部尚书宋礼开复会通河。宋
礼采纳汶上白英建议，于东
平戴村筑坝，截汶水入南旺
湖，分流至临清卫河。并南起
黄陵岗，疏黄河支流至张秋
镇以南沙湾入会通河，以增

水源，并在会通河河道因地
置闸，定时启闭，节制水流，
县境内河道上共建闸门6座，
即荆门、阿城、七级上、下闸。

阿城下闸始建于明代
1411年(明永乐九年)，闸函长
10米，宽7米，雁翅长30米，闸
槽宽15厘米，处于古运河与
新开运河的交汇处，因地制
闸，定时起闭，节制水流。是
阳谷县境内六座闸之一。现
存闸函长10米，宽7米，雁翅
长30米，闸槽宽15厘米，由于
河道废弃，部分函洞两旁石
头被村民拉走。雁翅部分损
坏，闸板早已无存，几年前，
闸面是后人用木料搭建，现
在已经重新规划建设。

阿城上闸位于阿城镇西
街齐南公路南100米运河之
上，闸函长8米，宽7米，雁翅长
10米，由青石垒砌而成。1411年
(明永乐九年)，因地制闸，节制
水流。是阳谷县境内六座闸之
一。该闸现存闸函长8米，宽7

米，雁翅长10米，青石垒砌而
成，闸板、闸面早已无存。

为为迎迎接接运运河河申申遗遗

阿阿城城上上下下闸闸修修缮缮一一新新

延伸探访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王传胜

盐运司的内部房梁。

阿城上闸上，基石还是原来运河闸上的老石头。

东东西西南南北北四四大大会会馆馆诉诉说说
““银银阿阿城城””商商业业贸贸易易繁繁华华过过往往

相传阿城过去有十三家盐园子，曾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盐码头

盐运司的牌匾依然高悬，但阿城作为盐运码头的历史早已尘封。

之第二站·阿城镇

阿城和七级在历史上不如张秋有名气，而现在它们之
间已没有什么差别。过去民间俗语称“金七级，银阿城，铁打
的周店”，相传阿城是盐码头，七级是粮码头。

史料记载，“阿镇为水陆通衢，富商大贾辐辏云集”，尤
以盐、当二家号称首富。据说阿城过去有十三家盐园子，如
今留存的海会寺和运司会馆，就是由居住在阿城的山西盐
商捐款修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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